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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市司法局关于加强县(市)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的

通知 

 
(甬政办发〔2010〕22号) 

   各县（市）区政府： 

   市司法局《关于加强县(市)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 二○一○年二月二日 

   关于加强县(市)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

              （市司法局） 

   县(市)区司法行政工作是整个司法行政事业创新发展的根基。为有效整合现有司法行政职能资

源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，进一步加强县（市）区司法行政工作，推进司法行政工

作科学发展，根据我市实际，现就加强县（市）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建设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 

 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，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以化解社会矛盾、服务保障民生、推进社会管

理创新、维护公平正义为目的，通过整合现有司法行政职能资源，搭建一个综合性的法律服务平台，

向辖区公民、法人提供优质、高效、便捷的综合性、窗口化、一站式法律服务，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

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 

   二、运作形式 

   由县（市）区司法局组织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等科室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组成工作班

子，以法律援助中心和“12348”咨询服务平台为依托，整合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、律师、公证等职能

资源，建立县（市）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（名称统一为“××县（市）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

心”）。 

    三、窗口设置 

    以现有司法行政职能资源为主，设法律援助、法律服务、人民调解等窗口，也可与当地有关部

门协作共同开设综合服务窗口，拓宽服务内容。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，增加、调整窗口职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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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法律援助窗口：以法律援助中心、“12348”咨询服务平台为基础，提供免费法律咨询，受理法

律援助案件。 

    人民调解窗口：由县（市）区矛盾纠纷（协调）调解中心和医疗纠纷、交通事故纠纷、劳动争

议、环境保护、食品安全等领域的专业性调委会组成，接待、引导当事人向有关调委会申请调解，做

好辖区内重大疑难矛盾纠纷、行业纠纷调处工作，解答涉及人民调解法律规范、程序、效力等方面的

咨询。 

   法律服务窗口：由律师、公证员、基层法律工作者组成，主要提供业务咨询、代写法律文书，引

导当事人聘请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涉法涉诉案件和非诉讼事项，指导当事人办理公证业务等法律服务。 

   综合服务窗口：可与法院、劳动保障、公安等部门及法律专业人士协作，受理诉讼前、劳动仲裁

前的调处、调解，落实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“大调解”工作机制；同时，受理

群众对本系统窗口工作有关的各项投诉和信访事项。 

   诉讼前、劳动仲裁前调处工作包括：立案前调解（法院）、劳动仲裁前调解（劳动保障局）、

部分轻微刑事案件调解（公安局、检察院）、涉法涉诉案件专家评议（专家组）等。 

   四、工作要求 

   加强县（市）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建设，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全面加强社会

建设的重要探索，是坚持以人为本、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举措。各县（市）区政府要高度重

视，把加强中心建设作为2010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大力支持中心建设。 

   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政府要加强组织协调，根据当地实际，尽快落实中心场地，并协调当地有关

部门加强配合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中心建设。 

   （二）各县（市）区政府要为中心提供经费保障，并将中心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根据当地社会经

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服务事业发展需要，逐步增加对中心的经费投入，确保中心正常运作。 

   （三）各县（市）区司法局作为中心主管部门，要明确责任，强化措施，确保中心建设各项任务

落实到位，力争把中心做成服务群众的精品工程。 

   （四）请各地在2010年9月底前完成中心建设工作并正式对外服务，有关情况及时报当地政府和

市司法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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